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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碧水润沃野
——邱县实施生态水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陈正 通讯员 霍飞飞 刘龙

阳春三月，正值小麦返青、拔节时
节。地处冀南的邱县，广袤的沃野尽享
着渠水滋润，衣服上沾满湿润泥土的庄
稼汉，看着“喝”饱的麦苗，脸上不禁露
出笑容。

近年来，邱县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以水网、林网、路网“三网”同建为
契机，做活做实“水”文章，为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基础。

45万亩耕地“喝上”渠水

“以往浇地，每亩大约 60 元钱。现
在田间地头上就近取水，每亩不到10元
钱，我这儿浇灌一茬水，能省好几万。”
提起渠水浇灌的好处，邱县邱城镇石佛
寺村种植大户吴东朝高兴得合不拢嘴。

2017 年，他开始建设 600 亩的立体
种植基地，但缺水一直是基地面临的

“老大难”。
邱县是典型的资源型严重缺水地

区，农业和生态用水主要靠开采地下
水，不仅用水成本高，还容易引发地表
沉陷、中浅井水质污染等生态问题。

为彻底改善农田水利条件，自2020
年起，邱县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基础上，
按照“旱时能浇地、汛时能排涝、平时能蓄
水”的原则，“三网”同建、水网先行，通过
生态水网提高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

据统计，2020 年，邱县累计挖河渠
65条、长178公里，建设扬水站19座、小
型节制闸 12座，连通坑塘 89处，建渠边
路 220 公里，林网植树 38 万株，初步构
建起“三网”相配套的水生态环境。

今年以来，邱县继续实施“三网”同
建二期工程，在全县 7 个乡镇 217 个村
庄继续开挖渠道、整治坑塘。截至目
前，二期工程治理支渠 25 条，实施调蓄

坑塘 5 处，累计水网辐射面积达 45 万
亩，调蓄能力达到 1500 万立方米以上，
实现县域耕地地表水全覆盖。

河渠坑塘变身景观旅游带

老沙河穿越 5个乡镇、全长 30余公
里，自西南至东北贯穿邱县全域，是邱
县的“母亲河”。由于滥垦乱伐，老沙河
两岸曾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狂风卷过
时，周边村庄风沙四起，群众苦不堪言。

“三网”同建工程启动后，邱县统筹
规划、顶层设计，在老沙河两岸开发“高
效农业带”和“景观旅游带”。

该县创新“公司+村集体+群众”的
产业发展新机制，引导沿岸 4个乡镇 20
余个村庄以特色农业种植公司为龙头，
打造苹果、杏、黄瓜等瓜果、蔬菜及中药
材等特色农业产业。

为丰富老沙河景观带建设，造林公
司联合种植户在河两岸大面积增彩、增
绿，不仅有金枝槐、红叶李等观赏树木，
还有芍药、油葵等中药材和花卉。如
今，在老沙河两岸，碧水、鲜花、香果，一
派鸟语花香、滨河水乡的江南风貌。

面貌变了的不仅是老沙河。
“以前的垃圾坑变成了生态湖，湖

边还有特色民宿，一到节假日，十里八
乡的人都来这里观光。”邱县邱城镇“红
薯小镇”段寨村村民李振习自豪地说。

借助“三网”同建工程“东风”，“红
薯小镇”所有坑塘串联接通了上游山根
渠，形成环镇水系。同时，组建闲散宅
基地合作社，收储空闲宅基地 20 处，建
设渔家乐、民宿，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
业，助力村强民富。

“各乡镇因地制宜，宜坑则坑、宜塘
则塘、宜渠则渠，开发利用空闲宅基地、

庭院，发展都市农业，谋划推进特色小
镇建设，全面促进乡村振兴。”邱县县委
书记李剑青介绍。

截至目前，邱县水网建设累计疏通
扩挖河渠90条，长达232公里，连通坑塘
126处，217个村庄实现地表水全覆盖。

生态水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3 月 26 日，在邱县新马头镇东常屯
村生态农业种植基地油桃大棚内，朵朵
桃花在枝头绽放，农民正忙着给桃树掐
尖、打杈。

“下一步，我们要扩大种植规模，引
进新技术、新品种，优化调整种植结
构。”东常屯村党支部书记宋永波介绍，
开展水网建设，让东常屯村有了充沛的
水资源。依托龙头企业，该村要进行产
业优化，大力发展优质红薯、果蔬生态
农业等新型农业产业，为村民提供更多

“家门口”就业岗位。
作为典型的平原农业县，邱县在

“三网”同建工程完成后，利用新增的地
表水资源，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强
特色主导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
争力，保障农民稳定增收。

截至目前，该县新增绿色生态农业
种植 1.5 万亩，培育发展山药、蜜桃、文
冠果、丝棉木种植等农业特色产业，新
增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6500亩，主要发
展优质强筋小麦，为落户当地的食品企
业提供优质面粉。同时，通过采取“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让更多群众
分享产业收益，实现共同致富，走出一
条强县富民的发展之路。

今年，邱县继续实施“绿美邱县”攻
坚行动，加快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营造天蓝地绿的秀美家园。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海波）今年
春季，临漳县重点实施城区绿化、村庄
绿 化 等 七 大 工 程 ，将 完 成 造 林
12850亩。

城区绿化。重点对漳河大街南延、
朱雀大道、朱明大街北延等道路两侧进
行绿化，抓好郊野经济林建设。在城北
实施的绿色生态屏障基础上，搞好补植

补造，进行景观节点打造，建设骑行道
和步游道，增加绿化景观效果。

村庄绿化。重点以创建绿化标准
村为抓手，推进乡村绿化工作，进出村
道路要达到“一路两沟四行树”标准，形
成绿荫廊道，坑塘、闲置庭院、空闲宅基
地、房前屋后等全部绿化。

农田林网绿化。重点推进乡间路、

村间路、田间路等农田林网建设，所有
道路按“一路两沟四行树”标准绿化，沟
宽不低于1.5米，单侧绿化宽度不超过3
米，实现道路绿化全覆盖。

经济林基地建设。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鼓励群众
和经济组织因地制宜种植苹果、梨等经
济林及速生丰产用材林，调整种植结

构，增加农民收入。
生态休闲服务场所建设。结合美

丽乡村精品片区建设，每个乡镇打造不
少于3亩生态休闲服务场所1处。在临
邺大道建设为游客提供休息服务的景
观节点或骑行道。

此外，继续实施通道绿化、水系绿
化等工程。

据了解，去年，为破解造林绿化投
入难，临漳县按照“政府主导、市场配
置、多元投入”原则，以财政投入撬动社
会资金用于造林绿化，鼓励企业及个人
承包绿化工程。组织企事业单位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营造了宣传林、巾帼林、
青年林、亲水林等纪念林。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宣传教育活动开展

实施七大造林绿化工程

临漳今年春季将完成造林12850亩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常领山 记者刘
剑英）在日前公布的河北省2020年度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测评中，永年区在全
省11个同类组团区中位居榜首。

“永年区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驱动力，通过培育创新主体、加强协同
创新、促进成果转化等措施推动科技创
新，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
稳步递增，推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永年区委书记侯有民说。

优化研发平台。加快推进高水平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发挥研发平台
对人才、项目等创新资源的集聚作用，加
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平台基础上，将研发平台建设向规模以
上企业延伸，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或科
研机构共建研发机构，支持企业通过联合
攻关、委托研发、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科
技创新，提升产学研合作转化能力。目前，
该区有省市级创新平台16个，博柯莱自动
化、天创管业、洺泉泵业等企业与有关高
校院所建立战略合作或技术开发合作关
系。去年，全区技术合同交易额达3亿元。

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坚持科技服务“面

对面”，按照“梯度培育、差异扶持、集群发
展”的思路，利用互联网、专家会诊、一对一
辅导等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科技中介机构，构建
包括企业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自主知识
产权保护在内的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研
发、咨询、服务、转化等服务，助推科技型企
业发展。目前，该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43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68家，初步形成以有
机化工、新材料、机电一体化、高效节能等

领域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提升了
产业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实施科技创新跃升计划。落实研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
免等科技创新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科技创新，形成财
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多方投入
格局，激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科技创新在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同时，也推动特钢、
紧固件等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永洋特钢
公司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提升研
发能力，开发了汽车用钢、高强度紧固件
用钢、桥梁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着力打
造国内精品轨道钢和精品优特钢生产基
地。紧固件产业瞄准产业链高端开展专
业招商，引进一批汽车紧固件、高端异形
件、不锈钢标准件等高附加值项目。同
时，结合紧固件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解
决了一批共性技术难题，推广了一批新技
术、新设备、新产品，涌现了一批龙头企业
和名牌产品。目前，该区紧固件产业拥有
专利200多项。

培育创新主体 加强协同创新 促进成果转化

永年区着力构建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在全省2020年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测评中，永年区位居11

个同类组团区榜首。目前，该区有省市级创新平台16个，拥有高

新技术企业4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68家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剑英）4月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近日，邯郸市紧扣活动主题，丰富载体加
强宣传，营造了全媒体联动、多层面扩展、多视角融入的
浓厚氛围。

发挥党报党刊等主阵地作用。在《邯郸日报》《邯郸
晚报》等主流媒体开设“国家安全·钢铁长城”专栏，报道
该市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宣传教育的情况
和特色做法，组织国家安全教育知识答题等活动，把宣传
教育引向深入。

强化新媒体宣传。以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为主题，制
发体现邯郸特色的网络微视频，推送宣传群众身边的国
家安全知识。利用邯郸新闻网、邯郸发布等微信公众号
和学习强国、新邯郸等新媒体，以短视频、音频、稿件、图
解等信息可视化形式，及时推送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知识。

坚持“依托资源、因地制宜、融合为主”，打造各具特
色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复兴区依托百家村惨案纪
念馆建设国家安全宣教基地，新增隐蔽战线史等 3个展
区，深化“铭记历史、警钟长鸣”的教育主题；涉县筹建晋
冀鲁豫边区国家安全教育专题馆，深入挖掘八路军 129
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情报保卫、锄奸反特、机要交通等隐蔽
战线革命事迹，再现革命前辈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光辉
历程。

用好社会宣传平台。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进机关、进
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等“七进”活动，特别是线上线下相
结合，开展“守安全底线·筑青春防线”宣讲活动，依托校
园思政课堂，让国家安全教育从青少年抓起。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3月 28日，中国民航正式开
启夏秋航季航班计划，邯郸机场同步执行的同时，也正式
启动“惠民飞”活动，携手东方航空、华夏航空联合开展经
由邯郸中转（通程）飞往 100余座城市的惠民活动，推出
邯郸飞往大连、呼和浩特、贵阳、宜昌等4座城市的“邯郸
飞”月票，普惠广大旅客，打造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

据了解，邯郸机场在原有航线基础上，与东方航空联
合推出“南北通”惠民活动，即自邯郸起飞，经上海中转鞍
山、海口、三亚、攀枝花等30个城市的中转航线；自邯郸起
飞，经昆明中转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14个城市的航线。
以3月30日邯郸飞往大理为例，旅客购买“邯郸—昆明—
大理”中转联程票，票价600元，远比单独购买邯郸至昆明

（800元）、昆明至大理（300元）2个航程机票费用低。
同时，邯郸机场携手华夏航空，推出由邯郸起飞，经

呼和浩特或重庆、兰州、贵阳的通程航班可中转拉萨、乌
鲁木齐、长春等57座城市。

此外，邯郸机场还将推出往返呼和浩特、大连、贵阳、
宜昌等4座城市的“邯郸飞”月票产品，购票本人提前3天
预约，30天内不限次往返所选月票城市。

邯郸机场2021夏秋
航季“惠民飞”启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经过 10 天的努力工作，3
月21日，邯郸市邯山区圆满解决了龙湖公馆项目用地拆
迁和蔺相如大街北延征迁两个难题。

龙湖公馆项目建设用地被依法摘牌后，部分建筑物
10 年来一直没有拆迁到位。蔺相如大街北延是一项重
要的民生工程，征迁涉及 3家单位、97户村民承包地、12
处宅基地和建筑物，情况复杂，征迁难度很大。

为啃下两块“硬骨头”，该区组建了工作专班，建立起
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指挥体系，双线作战、并联推进，会
同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科学制定工作推进方案，为
两项重点工作快速突破打下坚实基础。

实行“阳光征迁”。坚持一个政策执行到底，一把尺
子量到底，绝不搞变通，绝不暗箱操作，打消了某些人的
侥幸心理。征迁补偿政策、方案、结果及时公布上墙，让
测量、评估、签协议、交房等每个环节都显露在阳光下，维
护好政策的严肃性，确保征迁工作依法依规、公平公正。

既坚决执行政策，又以人为本、有情操作，以真心暖
人心，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该区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除了做好政策解释、情绪疏导、解疑释惑外，还帮助
解决难题。对生活上有困难的，主动上门服务，给予关心
照顾；居民生病住院的，就带着慰问品到医院见面沟通；
居民白天不在家的，就晚上去讲解政策；久居外地的，甚
至到外地讲情况做工作。

邯山区

“阳光征迁”解决
两个项目征迁难题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 通讯员赵淼鑫、陈锐）近日，
在确保施工路段车辆正常通行的情况下，邯郸市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理处通过管道非开挖 CIPP内
衬修复技术，实现污水管道排水能力恢复，保障了道路两
侧及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顺利排放。

据了解，主城区中华大街污水管道（劳动路——丛台
路）工程路段年久失修，经常发生污水排放不畅问题。经
管网维护人员使用CCTV内窥视频监测，该路段管道内
部存在管道腐蚀老化、错节渗漏、井壁破裂等结构性缺
陷，以及管道内淤积、建筑泥浆沉积严重等功能性缺陷。

为有效修复污水管道，专业施工人员提出使用管道
非开挖CIPP内衬修复技术。专业团队自3月21日20时
开始施工，持续至次日凌晨 5 时结束，共完成 4 个井段、
204米D600污水管道内衬修复。经检测验收，所有修复
污水管道全部达到合格标准。

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理处负责人
张国旺表示，采用管道非开挖CIPP内衬修复技术，有效
避免了道路断交破路开挖施工的弊端。

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理处

不断交不破路
修复污水管道

邱县老沙河观光路景象。 邱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截至目
前，全县水
网建设累计
疏通扩挖河
渠90条，长
达 232 公
里，连通坑
塘 126 处，
217 个村庄
实现地表水
全覆盖，新
增绿色生态
农 业 种 植
1.5万亩

如今的邱县，渠水贯通，田成方，路成网。 邱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